
 

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
NATURALPRODUCrRESEARCH AND Dl、、，E10 卜rr 2004 Ⅷ ．16 No．3 

坚龙胆的快速繁殖 

朱宏涛 陈可可 张颖君 杨崇仁 
(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0204) 

摘 要 对野生坚龙胆的腋芽进行诱导、筛选和培养，得到芽与根的优化培养基和培养条件，建立了无性繁殖 

培养系，获得完整植株，并移栽成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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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The complete individual plants of Gent／ana rigenscens were induced from the axillary 

bud by a tissue culture technology．The induced plants were planted outside and grows healdaily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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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龙胆(Gent／arm rigescens Franch．)为龙胆科 

龙胆属植物，主要分布于四川、云南和贵州等地的向 

阳坡地、荒草地，其模式标本采于云南大理⋯1。坚 

龙胆以其根茎人药，是中国药典收载的传统中药材 

龙胆的主要品种之一，为常用大宗中药材，远销国内 

各地区，具有清肝胆实火，除下焦湿热、健脾、降压和 

保肝利胆等多种功效 J。坚龙胆根茎极短，根系不 

发达，野生药材难于满足市场需求。对中药材龙胆 

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及细胞克隆系的建立与培养方面 

已有报道[2]2，但离推广应用仍有相当的距离，且多 

为东北产的同属植物。对同属植物的栽培亦多以种 

子为繁殖材料 J，不仅种源供应不足，而且长期应 

用实生繁殖容易造成种源退化，质量下降。为解决 

坚龙胆从野生变家种过程中的种源问题，保证优良 

的种质资源和可持续利用，本文报道利用不同激素 

和激素浓度组成的培养基通过组织培养手段和育苗 

技术在短时间内培养大量健壮的坚龙胆成苗的方 

法。 

1 材料与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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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1 植物材料 

昆明市北郊大马山采集的野生坚龙胆(Gen． 

t／ana rigescens Franch．)植株，取其肥壮腋芽作为原 

始繁殖材料。 

1．2 外植体消毒和接种 

将采回的植株用碱性肥皂水洗去表面污泥后用 

清水洗净，再用蒸馏水冲洗 1～2次。取其顶芽和腋 

芽在75％的乙醇溶液中浸泡2 min后取出，用无菌 

水冲洗3～4次，以无菌滤纸吸干，再置于0．1％的 

升汞(HgCI2)溶液中浸泡40 min，用无菌水冲洗5～ 

6次，以无菌滤纸将水吸干。用解剖刀和镊子在无 

菌超净工作台中拨去灭菌时损伤的腋芽和顶芽鳞 

片，将保留部分自中间部位剖开，分别接种于事先准 

备好的培养基中(为防止交叉感染一瓶培养基接种 
一 块外植体)。 

1．3 外植体的培养及诱导 

以1／2 MS和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，添加 

不同浓度和组合的激素(6．苄基氨基嘌呤(6一BA)、吲 

哚乙酸(IAA)、激动素(KT)、奈乙酸( )、水解酪 

蛋白，及活性炭等)于培养基中。将消毒处理好的外 

植体接种于培养基上，于温度19～20℃，相对湿度 

60％的黑暗中诱导培养。19 d后将诱导出的幼苗 

移植于温度21--23℃，光照3000LX，每日光照8 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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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条件下培养。诱导培养出的健康植株经练苗后移 

栽到实验地中。 

2 结果与讨论 

2．1 不同植物激素组合及浓度配比对坚龙胆外植 

体芽诱导的影响 

将处理过的野生坚龙胆外植体接种于添加有不 

同激素(6一BA，NAA和KT)浓度和组合的MS培养 

基上，进行外植体芽的诱导培养(表 1)。结果发现 

6-BA的添加对于坚龙胆诱导外植体芽的形成起着 

关键的作用。而且，不同浓度的6-BA对坚龙胆外 

植体芽的分化能力有着显著的差异。实验表明，浓 

度为1 mg／L左右的6-BA能促进芽的分化。NAA 

和KT对植物营养的平衡有着调节机能，在添加有 

适宜浓度的NAA和KT组合的培养基中，外植体芽 

表1 植物激素对坚龙胆外植体芽诱导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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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化的数量明显增加。诱导坚龙胆外植体芽分化的 

最佳植物激素组合为 6-BA，NAA，KT，三者的浓度 

分别为 1．0 mg／L，0．2 mg／L和0．1 mg／L。 

2．2 不同植物激素组合对坚龙胆快繁苗生长情况 

的影响 

幼苗的生长比分化诱导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。 

在幼芽诱导培养基中分化成苗，需及时转接到繁殖 

培养基中，否则幼苗极易黄化、枯萎或生长细弱。而 

转人适宜的培养基后，幼苗可以生长健壮。将分化 

后的苗转人添加有不同激素(6-BA，IAA，KT和水 

解酪蛋白)浓度和组合的MS培养基上，进行快繁培 

养。结果表明，激素的添加对幼苗高生长和粗生长 

无明显影响，但对繁殖系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最 

高繁殖系数的各激素浓度组分别为6-BA：1．0 rag／ 

L，IAA：0．2 mg／L，KT：0．4 mg／L和水解酪蛋白： 

200 mg／L(表 2)。 

表2 植物激素对坚龙胆快繁苗生长情况的影响 

Table 2 Effects of plant hormones for the growth situation of 

G．r／genscen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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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此数据为接种26 d后统计结果 

6-BA：6一Benzyl amino purine；IAA．．3-lndolylaeetic add； 

KT：6-Furfuryl~rnino purine；水解酪蛋白：Casein hydrolysate 

2．3 植物激素组合对坚龙胆快繁苗正常根诱导及 

苗质量的影响 

在加有不同激素组合的1／2 MS培养基中加人 

200 mg／L活性炭，进行快繁苗正常根诱导的培养， 

21 d后将诱导成的完全苗移栽，14 d后统计幼苗的 

成活率(表3)。结果发现，各激素组合中无根苗根 

分化的初始时间和分化率均无明显的差异。但从移 

栽成活率中可以看出在加有 6-BA和KT组合的培 

养基中分化出来的正常根具有较高的成活率。究其 

原因，在于少量的细胞分裂素有利于调节生长素运 

转的速度和向根部运输的数量，减少根诱导过程中 

的伤中愈伤化，使根直接产生于不定根的活动部位， 

在根与植株间无疏松、易断的愈伤组织层存在，有利 

于水分、营养的运输，提高移栽的成活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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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 不同激素组合对坚龙胆正常根诱导的影响 

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 hormones combination on 

the formation of G．rigenscens 

本项工作通过改变不同激素的组合和浓度，对 

野生坚龙胆腋芽进行诱导和培养，得到了诱导该植 

物芽与根的最佳培养基和培养条件，建立了无性繁 

殖培养系，并获得完整植株的成功移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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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and Related 5，1'-and 7，3"-Coupled Naphthrlisoquinoline Alkaloids from Anc／stroc／adus mm~ ／ens／s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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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ce／ved No．tuber 24 。2003 

Three new naphthylisoquinoline alkaloids，the 7，3'-coupled ancistrotanzanine C(6)，the 5，1 一coupled O—methylaneistroeladinine 

(7)，and the likewise 5，1 一coupled O，N—dimethylancistmdadine(8，previously kno~ovl-i only aS a partial—synthetic eornpound)，have 

been isolated from the highland liana Anc／strodadus tanzan／ens／s，along with the tWO known 7，3'-~ pled naphthylisoquinolinealka— 

l0idsancistrocladidine(4)andancistrotectorine(5)．A1loftheeompoundsareS-configured atC-3andbear anoxygen atC-6，andthus 

bdong to the so-called Ancistrocladaceae type，similar to 1-3 previously isolated from this newly discovered plant speci~．The struc— 

rural elucidation was achieved by chemical，spectroscopic，and chiropfical methods．The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the alkaloids a Iir呔 

themthogem causingmalariatropica，leishmaniasis，Chagas’disease，andAltTiean sleeping sicknesswe,re evaluated． 

Fig．1 Structures of naphthylisoquinoline alkaloids 1-8 isolated Anc／strodadus tanzan／ens／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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